
    信息化战争，速度是胜败关键，一开战就

投入精锐力量，往往“首战即决战”，这要求各
国国防动员必须快速反应，以最快速度将战

争所需优质资源集聚并投射出去。俄罗斯近
期大刀阔斧进行国防动员改革，征召预备役

组成国土防御部队或补进作战部队，并通过
征召企业进入战时体制的法律，这让人隐隐

感到，“苏联版”国防动员体制正悄然回归。

“苏式”有利有弊
苏联军事学说崇尚全民动员，即在战争

不可避免的受威胁阶段，动员 400万-800万
后备人员，平时军队要有最大数量的后备兵

员，于是苏军规模长年维持四五百万。不过，
大部分兵团是不满编的架子部队，各编有 500

名军官和一两百士兵，开战前后再征集上万
预备役人员，几周内让他们恢复军事技能，然

后送上前线。实际上，苏联军事计划汲取二战

经验教训，即一个陆军旅在三天的高强度对
抗中就会“枯亡”，被敌人摧毁的兵团要重新

补充。这一战略指导下，不仅是人，连坦克大
炮等技术兵器也成了消耗品。此外，在受威胁

阶段，全国工厂都要在最短时间内转产军火，
平时还应维持生产军品的“基本动员力”，因

此苏联工业主要目的不是准备生产民生日常
品，而是随时准备生产打仗用的武器装备，更

不管这样做成本有多高。实际上，每家企业都
有“动员任务”，如果完不成，厂长承担的责任

要比“产品质量低下”严重。

告别“昂贵古董”

俄罗斯独立后，军政高层仍维持不合时
宜的苏式国防动员制度，主要是他们不知道

别的战争准备途径，只能因循守旧。结果，大
规模动员体系加剧了俄军上世纪末的衰落，

国库空虚的政府咬牙保持着 150万大军，可
部队缺编严重，有限的人力还为了维持“架子

师”进一步“摊了煎饼”，齐装满员、随时能战

的师寥寥无几。总统普京承认，1999年第二次
车臣战争爆发时，“我们需要出动 6.5万野战

部队，可百万军队里却没几个像样的师或旅，
只能派一群没打过仗的毛头小伙去拼命”。

更严峻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动员
在俄罗斯沦为腐败之地。为维持动员关系，俄

政府以税收优惠补偿 2000多家企业，没想到

有企业主贿赂不法官员滥权，以参加动员为
名逃税，导致政府每年损失 10?-15?卢布。

这一切，导致 2008年俄军“新面貌”改革

出笼，大批不满编的“架子师”被撤销。与此同
时，保留的部队全都按战时编制补充人员装

备，接令后数小时即可遂行作战，但此举是对
“全民动员”概念的抛弃，让俄罗斯丧失应对

大规模战争的动员能力。

走“中间道路”

由于同西方关系恶化，对大规模战争的

忧虑，又迫使俄罗斯再度“矫正”动员体制。

2015年，俄国防部在南部军区搞试验，组建一
个“新式”预备役营，给签合同志愿加入预备

役的后备人员（主要是刚退伍的义务兵）一笔
报酬，但别的后备人员仍按老办法强制征召

进现役部队。不仅如此，俄国防部还对南部地
区企业转入战时轨道的能力进行评价。这意

味着俄罗斯真的准备与“全球性敌人”展开长

期较量，并为此维持庞大的军队，可当初“新
面貌”改革的初衷却是只保留有限而精锐的

俄军，去打赢局部战争和非长期冲突。实际
上，俄军总参谋部要回答一个问题———“俄罗

斯怎样和常规军力全面占优的 30个北约国
家抗衡？”如果不能动用核武器，俄罗斯就只

能祭出大规模全民国防动员体制，保持“盘马

弯弓”，那将导致“新面貌”改革走入死胡同。
种种迹象看，俄军正谨慎地走“中间道

路”。经过去年演习检验，俄总参谋部对现有
国防动员和人力动员资源储备体制有了更全

面的了解，至少二线的国土防御部队可以安
排“廉价”的后备人员和装备补充编成，在受

威胁阶段保护战略目标，同提前渗透的破坏

分子作战。据悉，今年“高加索-2021”等战略
大演习中，俄军将继续加大后备人员动员补

充正规军的规模，从而检验带有“苏联味道”
的新国防动员体制的有效性。 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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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美军军军神神神秘秘秘濒濒濒海海海团团团将
将将部部部署署署亚亚亚太太太

    当前，美国对外征战的“急先锋”海军陆战队正加紧测试
新的部队编制，以适应今后更为遥远分散的远征作战。美国
海军陆战队作战实验室主任本·沃森准将在 2月 3日的国防
工业协会年度远征战争会议上说，从现在起到 2030年，要组
建 3个濒海团（MLR），全都投入亚太地区，以“连续性军事存
在”遏制“该地区的崛起大国”。

俄国防动员再现“苏联味道”

形势比人强
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1972年越南战争

败北后，美国海军陆战队“海”味渐淡，“陆”味

渐浓，编制、装备、任务等方面跟陆军区别很
小，以至于十年前准备大裁陆战队。“边缘化”

刺激了美陆战队转型，可冷战后美国很难遇
到像苏联这样的劲敌，而 21世纪漫长的反恐

战争和局部冲突中，美陆战队总跟组织松散、

武器低劣的游击队和极端组织过招，根本用
不上两栖战技能。

这种情况在特朗普

执政时发生巨变，2018年

发布的《国防战略报

告》里明确美

国军事战略重新转回大国竞争，尤其将俄罗

斯等亚太大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准备高强
度局部战争正是“大国竞争”的“应有之要”。

2020年 3月，美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签发
《部队设计 2030》报告，阐释了 2030年前的发

展路线图，陆战队结构“大变脸”，裁军 1.2万
人，现有 7个坦克连和 3个执法营都被砍掉，

步兵团从 8个减到 7个，步兵营从 24个减到

21个，预备役步兵营从 8个减到 6个，155毫
米榴炮连从 21个减到 5个，4个两栖装甲连

减到 2个，但轻型装甲侦察连从 9个增至 12

个，M142火箭炮连从 14个增至 21个。陆战

队的航空力量方面，缩减 18个战斗机中队的
数量（中队战机保有量

减到 10架），MV-22?鹰旋翼机中队从 17个

减到 14个，CH-53运输直升机中队从 8个减
到 5个，AH-1Z武装直升机中队从 7个减到

5 个，但 KC-130 加油机中队从 3 个增至 4

个，无人机中队从 3个增至 6个。

不难看出，这份报告遵循了《国防战略》
的精神，通过裁减人员、老旧装备让陆战队瘦

身，将省下来的钱去采购先进的轻型装甲车、

M142火箭炮、无人机和 F-35B隐形机，同时
用更灵活的编制单位让陆战队便于快速反应

和远程投送。新出笼的濒海团就是按《部队设
计 2030》报告推出的新概念部队，重新聚焦两

栖战，特别是提高
独立遂行两栖远征

作战能力。

将来怎么建
就在《部队设计 2030》报告公布两个月

后，美陆战队就宣布第一个濒海团将部署夏

威夷，打算用三年时间试验濒海团架构和部
署方式，最后再正式明确濒海团的编制。然而

沃森主任最近的表态是，第一个濒海团会在
2023 财度具备初始战斗力（IOC），意味着成

军速度要比原计划提前。沃森还提到试验性

濒海团的编制，包括夏威夷基地内的一个后
勤单位、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以及西太

平洋岛屿上的一个防空营，换句话说，该团将
撒在浩瀚太平洋的多个地点。据悉，现驻
夏威夷卡内奥赫湾的陆战 3师 3团已获

得新番号“第 3濒海团”，外界分析，它就

是美军第一个濒海团，另据美陆战队作战发

展司令部称，第二和第三个濒海团将设在关
岛和冲绳。

虽然濒海团最终编制尚需时间试验论
证，但专家普遍看法是它只有现役步兵团的

一半到三分之二，即 1800到 2000人。武备方
面，濒海团主要使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JLTV）、M142火箭炮、岸舰导弹及小型登陆

艇。作战上，濒海团将侧重构建远征先遣基
地，依托它来实施远程反舰，为陆战队战机前

进部署提供支援（加油、挂弹等），提供关键航
道的侦察、监视和防空。实际上，濒海团旨在

压缩规模，装备一系列轻型高机动性装备，重
新获得两栖战能力。战术上，濒海团将借助陆

战队航空兵及其他军种支援发起突然、快速
的两栖攻击，夺占岛礁后迅速设防，以岸舰导

弹控制周边海域，也就是说，重视岸舰导弹是
该团最突出的特点。

据报道，美军濒海团属意的岸舰导弹是
以 JLTV为底盘的 NSM导弹，它由挪威康夫

斯堡公司研制，射程 185公里，具备隐形能
力，而且除了 JLTV，濒海团的 M142火箭炮也

能发射该导弹。不仅如此，2021财年，美陆战
队还采购 48枚“战斧”岸舰导弹，都会给濒海

团，与 NSM相比，反舰版“战斧”射程超过 500

公里，可控制更广阔的海域。

军种利益上，打造濒海团终于让美陆战
队摆脱了“第二陆军”的认知尴尬，“海”味再

次变浓，也会赢得“一个锅里吃饭”的美国海
军好感，今后分配预算，海军部长可能会给陆

战队多分点。 石宏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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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揭秘俄罗斯维和部队前世今生

■ 美陆战队越来越喜欢 M142火箭炮

■ 俄预备役炮兵营在黑海沿岸演习

■ 濒海团未来要列装 NSM

导弹，并力争用火箭炮发射

■ 俄预备役人员进
行抗压力训练


